
8

在變動的產業與經濟背景下，日本的設

計一直不斷地擴展它的可能性。此一趨勢若

與因技術長足進步所帶來的資訊化，以及因

經濟國際化所引起的消費個性化相互結合，

勢必將發展得更加快速。目前，各領域對設

計（Design）的要求愈來愈高。例如：食品

廠商吸收了汽車業與家電廠商「積極開發以

累積資訊，提昇開發能力」的設計手法，適

時地將「功能食品」商品化；精品店

（Selection shop）從世界各國努力收集具

歷史性的設計圖案，以斬獲新顧客群；產地

藉提昇設計意識以確立「品牌」等......。另一

方面，由產業主導的「便利」、「價廉」、

「物美」的商品，或是為了進行魅力宣傳而

採用的設計也助長了過剩的消費文化。不

過，設計本身從人類開始製作器物時就已經

存在了。設計原本就是為了結合人類與自然

而進行的琢磨，扮演著建構生活環境與社會

環境的角色而發展過來。

地方工藝產業設計或許應該回到這個原

點來考量。如果將設計當做提昇經濟效果的

手段，或是創造高效率生活道具的概念，只

是想著「該如何製作暢銷商品呢？」，那麼

即使與其他產業同樣引進設計，亦無法徹底

解決地方上所產生的財政不穩、人口減少、

家庭生育子女數減少（少子化）、高齡化或

年輕人口外流、產業空洞化等問題。其實或

許在「不賣不行」的設計方向下，一直被疏

忽的事物中，反而隱藏著地方原本就有的可

能性與工藝產業應有的啟示。況且，只追求

象徵高便利性的都市型富足而將設計委外執

行，那麼各地方不同的活力與獨特性等屬於

該地的珍貴財產亦可能將因此喪失。地方工

藝產業的設計即是在設計「地方工藝產業」

與「支撐產業的產地」兩者的關係，一方面

反映出當地居民之感性與地方性，另一方面

以「技術」及「意匠」來表現這些難以數據

化的資訊，使它們與人們的生活相結合。

下面所列的「振興目的」、「生產型

態」、「流通型態」等各項分類是以地方整

體為主要想法，從對象區域的背景、各種不

同的規模與型態、問題點、流通方式等整理

而成的，也是後面所提之「設計案例」的基

本觀點。

地方工藝產業的分類

● 從地方所扮演的角色來看

1、地方經濟振興型

提供就業機會給地方居民、相關產

業的合作與培養，以及以廣域流通

增加外來收益等，在經濟面上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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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帶來富裕與繁榮。

2、地方福利振興型

透過生產活動，為地方居民帶來精

神上的活力，並貼補經濟。即使經

濟利益少，它仍肩負著促使居民更

加關心地方等重要任務。

3、地方文化振興型

以當事者的經濟獨立為前提，藉由

產品來保存地方上傳承的傳統技

術，並反映生活文化歷史的累積。

創作活動會帶來文化上的刺激。

● 從生產型態來看

1、工場生產型

經營者與從業員的雇用關係明確，

並利用可擴大規模的技術與設備進

行生產。

2、家庭工業型

靠家族或以家族為中心的數名員工

維持的產業，副業兼業型亦包含在

其中。

3、工房創作型

由一到數人所構成，就規模之小而

言與上述2相同，但中心人物的創

造性與創作力才是重點，在此種領

導能力（Leadership）之下，製作

富有個性的作品。

● 從流通型態來看

Ⅰ、廣域流通型

確立販賣與流通系統，進行全國規

模的販賣。

Ⅱ、區域內流通型

透過產地批發商，或與零售店及消

費者直接聯繫，以周邊地區為中心

進行販賣。

Ⅲ、活動流通型

以個展或展覽會為中心，進行與消

費者直接聯繫的流通方式。以上述

的定義與分類為基礎，設定設計的

願景（Design vision）。

設計的基本理念

●對於工場生產型與偏向此型的工藝

品，以廣域流通為目標，加速品牌及

CI1建立，引進提高生產力的技術，

加強市場分析與市場買賣銷售戰略的

企劃能力，經常吸收設計相關動向與

技術，嘗試市場性高的設計開發。在

設法強化商品力的同時，也活用設計

的社會性。

●以家庭工業型進行中規模生產的工藝

產業，是以跳脫以往極受外部因素與

市場動向所左右的體質及手工生產方

式為目標，明確指示實際經營型態，

加強員工彼此間的信賴關係，各自具

備成本概念，一面提昇開發力與技

術，一面建立可自行考量後運作的體

制，以新的方法與開發方向為後盾來

進行設計。

●從事工房型製作者，希望能脫離傳統

道具之用與形，革新技術並創造出現

代的用與形；或保留傳統的型（模式）

與形，致力於技術保存與後繼者培

育。不採近代流通方式，而以個別定

點，各個接洽等方式，致力於工房製

1 譯註：CI為Corporate Identity的縮寫。CI建立是指從內部再認識、再建構企業特性，對外則明確提出該特

性，並使大眾認知；若用於地方振興上，則是指社區特色（Community Identity）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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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固有的新物流方法。製作活動與地

方文化的創造與振興相互結合，設計

則由製作者本身執行。

●因進行村落振興等地方振興而重新製

作工藝產品時，在設計產品之前，希

望能先進行地方的整體設計（Grand

design）（希望打造什麼樣的社

區？）。

此外，事前計畫好生產型態（適當規

模）與流通方式（自己的路線）亦是

很重要的社區設計（Community

design）。

由以上基本觀點來進行地方工藝產業

的設計。

設計案例

●餐具組（Cutlery set）（A-1-Ⅰ）

●垃圾袋用支架（A-1-Ⅰ）

是在產業空洞化顯著的產地，由相關

業者活用以往的經驗，設計出可令人

感到驕傲與自信的新機能，並開拓出

新需求與市場，它是鎖定目標並達成

目標後，可再向下一個目標邁進的設

計。

●Time studio2公司設計的玻璃杯（B-

2-Ⅰ）

●辦公用具（Desk ware）（B-2-Ⅰ）

多量僅差（多量而有些微差異）的劃

一性製品不是與大量消費同義嗎？利

用量產效果製作適量多樣且符合人們

興趣與個性的產品，是地方工藝產業

才能做到的。它是追求機能與形體的

設計。木製品若在設計上缺少了人性

的溫暖，其魅力將減半。

●桶之器3（C-3-Ⅲ）

根據傳統的「型」，以自己想做的、

應該做的器物為原動力，追求符合

「個別時代」的物理性機能。它是因

喜愛固有素材與技術而產生的設計。

包裝設計

包裝亦具有在視覺上、心理上提供「器

物資訊」的功能。地方工藝產品重視器物的

保護機能，設計時會先考慮符合價格成本的

經濟性以及作廢時對環境與社會的影

響。

本文係作者日本荻野克彥設計事務所負責人，應邀於

本所主辦之2002地方工藝產業營運行銷策略國際研討

會所發表之論文

2 譯註：1978年∼1989年由本文作者荻野克彥先生與本澤和雄、杉本貴志等人共同成立之設計公司「株式會社

Time studio」。

3 譯註：為木製杯座、咖啡壺，演講時將配合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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